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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三醇总甙对辐射损伤大鼠生殖内分泌轴功能的保护作用 

龚守良，季新民 吕 蛄，州树铮 (自隶恩医科大学放射生物教研室，长春l3D021，中国) 

Protective eff ect of Imnaxatrlols 0n fumcflolt of r~plro- 

dueflve endocrine axis in ra6|ation—I叫ured rats 

GONG Shou—Liang．L1 Xin—M in，Lii Zhe，LIU Shu— 

Zheng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Biology．Norman 

Bethune University of Medical Sciences，Changchun 

j30 1，China) · 

A璐 T ACT After whole b0dy irrndiation with X—ray 

5 Gy (radiation conditioi~：O．31 Gy·min一 ，200 kV+ 

10mA，0．5millCu and1．0mm A1)．the i ratswere 

given ip parmxatriols 5 rag·d 24 h before and after 

irradiation for 14 d．The results shownd  that hypotha- 

lamic leu-enkephalin (165土 12 w 131土 14 pg·rag )． 

pituitary endorphin (2．3士 0．5 -o$ 1．6 土 0．3 

ng‘nag- ) contents， and serum testosterone (1．66 

土 0．15 zF$0．82土0．23 ng·mr )level were decre~sed， 

while serum F明  (1．34土 0．10 w 1．99土 0．1O 

ng·rI11 )level inereaeed in irradiation group normal 

contro1． These indices approached to eontrol levels in 

irradiation + panaxatriols group． These suggest that 

panaxatriols have protective effects on reproductive en— 

docrine axis and promote their recovering course from 

the radiation inju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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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g；saponins；panaxatriols；LHt FSH pro laetin} 

testosteronet endorphinst enkepha|ins ’ 

摘要 采用 x射线5Gy垒身照射 S大鼠，现察人参三 

醇总甙对生殖内分泌轴功能的影响． 大鼠于照射前24 

h及照射后 _p三醇总甙5 mg·d_。x14 d． 结果表明， 

人参三醇总甙可减轻 下丘 骑 L—Enk、垂体 EP的含 

量和血清睾丸酮水平的降低及血清FSH水平的增高． 

提示人参三醇总甙能保护生殖内分泌轴功能，并促进 

其辐射损伤的修复． 

关键调 验 璺塾塑塑，全叁 璺 人参三 总 甙
，但薹体素；促滤泡素 催乳素}～llmt 固类I 脑腓肽类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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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上 
人参具有显著的辐射防护作用“ ． 离体 

实验表明，人参三醇总甙(panaxatriols)的辐射 

防护作用大于二醇总甙 (Hahn DR．Pharmaco— 

biological action of ginsenoside Rb，Rg and 

Re． Proceedings of the 2nd InternationM Gin— 

sang Symposium；1978 Sep l35— 140．Seou1)． 

但是 ，有关人参三醇总甙对生殖内分泌轴的辐 

射防护作用尚未见文献报道． 为此，本实验选 

用以人参三醇为甙元的甙类化台物(包括人参 

皂甙Re、Rf、Rg 、Rg2及20一glc—Rf等)人参三 

醇总甙为材料，采用 x射线5Gy全身照射 

大鼠，观察人参三醇总甙对其生殖内分泌轴功 

能的影响，为人参在生殖内分泌的辐射防护作 

用机制和实际应用提供实验依据． 

M ATER¨ 曲 AND M ETHODS 

大■ 成年健康 Wisest l大鼠，体重0．25~0．03 

kg～，由本校实验动物部提供． 大 鼠随机分对照组 

(contro1)、照射组(Rad)、人参组(Pan)和照射加人参 

组(gad+Pan)， 每组8只鼠．大 鼠 ip用人参三醇总甙 

由本 校 有 机 化 学 教 研 室 提 供， M ：4764， 纯 度 

95．6％， 渣黄色粉末， 易溶于{直糖 ，酷吾f一浓硫酸试 

验 阳性 ． 大鼠于照射前24 h及 照射后 每天 Ip人参 

三醇总甙5 rng(0_2m1)， 对照组及照射组 ip同容量 

的生理盐水． 照射14 d后断头处死大鼠， 立 即取脑 

和垂体 ， 并分离血清． 

x射线黑射 将大鼠置于同心圆术制盒 内，用 

Philips深部x线机照射，管电压200 kV，电流10 mA， 

滤 片铜0_5 nHn、铝 1．0mⅢ，线源距 大鼠5O cm，剂量 

率0．31 Gy·rain～，全身照射总剂量为5 Gy． 

促性■激素放射免疫蔫定 3种促性腺激素(促黄 

体豪 luteining hormone，LH、促滤泡素 foll~le sdmu— 

lating hormone，FSH和促乳素 prolatin，PRL)药盎均 

舍有标准品、标记用纯品和兔抗鼠血清 ，由美国 NI— 

ADDK公司惠赠． 二抗(革抗兔 IgG血清)本室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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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为中国原子能研究院产 品． 用氯胺 T法 自行标 

记纯品“ ，以 Sephadey G 50(瑞典 Pharmacia)凝胶过 

滤 标记 物，收集 结 合峰 ，标 记 钧 比活性 为 447．7— 

525．4 MBq·g一． 采用双抗体放免法测定3种血清促 

性腺激素，其标准曲线经 logit转化 ，LH，FSH和 PRL 

相关系数 r分别为0．976，0．953和0．948． 

搴酮(testosterone， )放射免疫测定 I-testo— 

sterone药盒由上海内分泌研究所供应，按药盒说明书 

操作． 用 CH：Cl：提取血 清 TS，持提取样品干燥后用 

活性炭吸跗放免法测定． 其标准曲线经 logit转化 ，线 

性良好，相关系数 r为 957． 

阿片肽放 射免疫测 定 提取 内啡驮 ( endor- 

phin， EP)、甲硫 氪 酸脑啡 驮 (met—enkephalin，M— 

Enk)和亮氨酸脑啡 肽(1eu-enkephalin，L—Enk)方法 ： 

太鼠断头后立即取脑及垂体 ，放人生理盐 水 中煮_沸3 

min，分 离 下 丘脑 ，摘 取 垂 体 ，称 重 ，然 后 用 0．1 

rllol·L．。HCI匀浆，并经1 mol·L．。Na【m 调至 pH 7．6 

后 ，加2O 容量 PELH溶液(100 ml 0．1 tool·L 礴酸 

盐缓冲液，pH 7．6，含 EDTA 0．11 g，溶苗酶1．0 mg 

及 chlorhexldine 200 mg)． 离心(1250Xg，30 min)， 

取 上清液贮于一20E待涮． EP标准品为 Sigma产 

品，其抗血清为 DAKO产品． 采用氯胺 T法“’进行 

‘1标 记． l-met-enkc-phalin 和 ” I_hu— 

enkephalm 药盒为上海高血压研究所产品． 采用双抗 

体放免法“ 测定3种阿片肽，其标准曲线经 logk转化， 

线性良好， EP．M—Enk和 L—Enk相关系数 r分别为 

0．968，0．983和0．954． 

TS样品用美国 Packard公司产 Tri~Carb 450 CD 

自动液体闪烁计数器测定，其他样品皆用美国 Packard 

公司产 A 5412型 多探头自动计数器测定．所有样品 

均取双份测定 ，试剂为 AR，组间数据用 t检验处理． 

RESUI 

在人参组中，血清 FSH水平无明显改变 } 

而在照射组中，FSH显著增高(P<O．o1)；但 

在照射加人参组 ，这种变化消失 ，与对照组 比 

较无显著差异(P>O．05)． 在人参组中，血清 

PRL水平显著增高(P<O．01)；但在照射组 

中．PRL水平未见显著改变 ；而在照射加入参 

组．也未出现人参促进 PRL分泌的作用． 在 

照射组中．血清 Ts水乎显著降低(P<o．01)； 

而在人参组中未见明显变化 ；在照射加人参组 

中，TS接近对照组水平(Tab 1)． 

下丘脑和垂体 EP含量在照射组中均降 

低，但垂体 EP降低明显(P<o．05)；在人参 

组中变化不明显；在照射加人参组中接近对照 

组水平．不出现照射组降低的趋势． 下丘脑 

M—Enk含量，照射组低于对照组16．4 ，但无 

显著性差异 ，在人参组中无 明显变化．在照射 

加人参组中亦未出现照射组的降低趋势，几乎 

Tab 1． Effeete of ImnaTatriols (5 mg·d。。before 1 dX 14 d)om m m LIt，跚 ，prolactin (PRL)and testo— 

steroRe(碡 )levels(ng·ml叫 )andlea—enlkephalln(L—Enk，Pg·mg．。)，ma-eLbeplmlln(M—Eak)_nd 蛐d0rph 

(p—EP)contents (ng·m罟．1)after whole body radflation with x—ray 5 G， In 舌 rate． ~-4-s． ’P>0’o5， 

‘。P< m o5， ⋯ P< 0．0l磷 nonmtd c0atr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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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照组水平相一致{垂 体 M—Enk含量在各 

组问均无明显变化． 下丘脑 L—Enk含量 在照 

射组中明显降低(P<O．01)，而垂体 L—Enk稍 

有降低 (P>0．05)；在人参组 中，下丘脑和垂 

体 L—Enk含量变 化都不明显；在照射加入参 

组 ，下丘脑和垂体 L Enk含量未出现照射组的 

降低趋势，而与对照组水平一致(Tab 1)． 

DISCUSS10N 

本实验结果表 明，血清 PRL水平在 人参 

组中明显增高，此结果与大浦彦吉报告的人参 

皂甙 进离体培养的腺垂体细胞分泌 PRL的 

结果(太浦彦吉．蕖用人参．干 研究匕遘步． 

柬 京：共立出版社 ，1981：80)一致． 提示， 

人参皂甙可刺激整体和离体 腺垂体细胞分泌 

PRL． 但是，在人参组中血清 LH，FSH和 TS 

水平变化不 明显 ；而在离体的大 鼠垂体细胞， 

人参皂甙具有促进 LH和 FSH的分泌 ，说明 

人参皂甙对腺垂体促性腺激素的分泌，体内和 

体外的作用机制不一致． 另外．在人参组中， 

无论是下丘脑还是垂体组织 ，3种阿片驮含量 

变化皆不显著，说明在体内人参皂甙对脑内阿 

片肽不起作用． 综上结果提示，在正常生理情 

况下，除 PRL外，人参三醇总甙对雄性大鼠生 

殖内分泌轴作用不十分明显． 

在照射组中，血 清 TS水平明显降低，而 

血清 FSH水平明显增高． 说明太剂量 x射线 

照射既损伤了睾丸间质细胞(Leydig细胞)内分 

泌功能，也损伤了曲细精管生精上皮支持细胞 

(Sertoli细胞)内分泌功能，使 TS和抑制紊(由 

支持细胞分泌的一种抑制促性腺激素释放的蛋 

白激素，inhibin)分泌减少，导致垂体FSH分 

泌的增加． 已有证实 ，脑内阿片肽可作用于下 

丘脑分泌神经元，抑制 GnRH的释放“ ，进而 

抑制垂体促性腺激素的释放． 在照射组中，下 

丘赫和垂体3种阿片肽含量都有不同程度的降 

低 ，可促进垂体 FSH的分 泌． 由此可见，大 

剂量 x射线照射后，雄性大鼠生殖内分泌轴功 

能受到严重损伤，其反馈调节失常，睾丸内分 

泌激素分泌降低 ，下丘脑释放阿片肽类物质减 

少，使垂体分泌 FSH增强． 

然而，在照射 加入参组 中，血清 FSH和 

TS水平及下丘脑和垂体3种阿片肽含量均接近 

对照组水平． 显然 ，在照射加人参组，大 鼠机 

体已处于正常生理水平 ，生殖内分泌轴功能活 

动正常，其反馈调节保持在正常状态． 提示， 

人参皂甙可减轻受照射大鼠下丘脑 L—Enk、垂 

体 EP和血清 TS水 平的降低．以及血清 

FSH水平的增高，具有保护生殖内分泌轴功能 

的作用 ，并促进其辐射损伤的恢复． 

美国 NIADDK公 司惠瞄 3 

种促性腺激索药盒i车枝有机化学教研室惠瞄人参三 

醇总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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